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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尖扎宣）好消息！近
日，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田明中教授和
青海大学地质工程学院特聘院长王根厚教
授带队，甘肃省地矿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勘察院参加，在坎布拉地质公园开展了野
外地质科学联合考察。此次考察活动共有
20余名博士生、研究生等参加。

王根厚教授说，“通过考察，我们取得
了多项新成果和创新性的新认识。”一个就
是在公园内特提斯构造域里发现大量的距
今2.3亿年的“震积岩”。震积岩的发现，证
明了这一地区在2.3亿年左右曾经发生过
大地震。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世
界上独特的“印模构造”，印模构造是海洋
沉积的复理石建造里特有构造，发现的印
模构造丰富而典型，世所罕见。

通过这次联合考察，对于坎布拉地质
公园进一步开展地球科学研究，开展科普
活动，认识青藏高原和坎布拉地区的地质
环境演化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坎布拉内发现距今2.3亿年震积岩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2023年，黄南州发改

委结合实际需求，加强项目研究，进一步扎实做
好项目前期工作，加大与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等
相关厅局间的沟通衔接，积极争取保障性安居工
程中央预算内项目。

近期，省发改委下达黄南州保障性安居工程
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3640万元，专项用于老旧小
区改造。这些项目的落实，将进一步改善黄南州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配套设施，使居民生活条件得
到提高，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进一步增强，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黄南州发改委将持续做好项目跟踪服
务，全力推动项目建设，确保资金发挥实效惠民
生，继续指导各部门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争
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支持的“盘子”。同时，加快
分解投资计划，加强项目调度，督促项目单位尽
快施工，按照工程进度拨付资金，确保项目建设
任务按期全面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同仁宣）一盏古铜
灯，一对绿釉陶瓶，一个个汉代陶俑……
不是省级博物馆，而是小村落中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这里是同仁市保
安镇城内村。

古代，此处是西羌居住地。至今，
铁城山城墙、明清驻军营房、烽火台等
尚存的遗迹，虽为夯土，却依然坚固如
初。历史，对于保安而言，不是过去，而
是出发。

对于保安这座古城的守护和传承，

在看得见历史的人身上。“我们村前后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自身文化底蕴很深
厚。”联村干部汪连生说。

我们同驻村干部一道前行，村落巷
道间，规整的房屋、精湛的木雕、藏着故
事的匾额楹联，脚下的石子路像是一幅
缓缓展开的历史画卷，十几分钟后，一片
宽阔的地界出现在眼前，在村子的文化
广场内，保安镇城内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中心静静伫立。

走进展厅，社火道具、书法绘画、剪

纸作品、农耕用具、老物件、出土的陶器
耳罐等琳琅满目。2016 年，这里曾以文
化旅游观光接待为目的，由文旅部门投
资1600万建起来。2021年，镇党委、政府
组织各村负责人去往湟中区卡阳村村史
馆、苏尔吉村党史馆等地观摩。回来后，
望着这座古城，城内村、城外村的干部日
夜讨论，决定将古城特有的历史留住，将
这里的过往向外界诉说，而游客接待中
心也迎来了她的新身份——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尖扎宣）又是一年
麦收忙。眼下，黄南州尖扎县冬小麦陆
续成熟开镰收割，广大农民群众抢抓天
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加紧抢
收，确保粮食丰收、颗粒归仓。

在措周乡措干口村麦田里，收割机
伴着轰鸣声来回作业，割麦、脱粒一气
呵成，把一茬茬麦穗“收入囊中”。田边
停放的拖拉机，正等待收割机“投喂”。

近年来，尖扎县全面深入贯彻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粮食安全
放在首要位置，积极争取各类惠农补
贴，鼓励广大群众利用冬闲田种植小
麦，不断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为农民
提供深松整地、精量播种、减损收获等
相关农机化技术服务。在冬小麦返青
期、灌浆期等重要生长期内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技术服务，并适时开展除草、增

温保墒、科学施肥、气温监测、病虫害防
控等工作，让农民省心省力又省钱，既
实现了冬小麦与复种蔬菜无缝对接轮
作，又提高了耕地复种效益，为冬小麦
丰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尖扎县今年共种植冬小麦 1.1 万
亩，目前措周乡、康杨镇等地已开始收
割，预计单产 486.4 公斤，总产量 535.09
万公斤。

本报讯（通讯员 河南宣）“今天，我身上带的
钱少，先捐50元。”“捐款箱别拿走，等我回去拿钱
来捐款。”“我来捐100元。”……近日，在河南县赛
尔龙乡尕庆村党群服务中心上演了感人的捐款
场景。这是原村党支部书记索南带领尕庆村全
体党员向他乡尿毒症患者捐款。

听闻海南州兴海县河卡镇一村民身患尿毒
症，家庭陷入困境后，索南先带头捐款，并向支部
其他党员发起捐款活动的倡议，帮助患者筹集治
疗费用，把募捐到的16000元现金送到患者手中。

对于索南的这种举动，村里的党员和群众一
点也不奇怪，反而纷纷支持，因为这么多年来，他
一直是这么做的。索南早年丧偶，听力残疾，一
个人拖儿带女。他致富后，尽其所能帮助其他困
难群众。

近年来，索南累计为受灾害和生活困难的群
众捐助牲畜740头（只），捐款20多万元，连续获
得80余项荣誉称号，已然成为河曲草原上干部群
众争相传颂的雷锋标兵、文明榜样、党员典范。

索南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尽自己党
员的职责，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忠贤）近日，黄南州人民
政府印发了《黄南州以气象灾害（暴雨）预警信息
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充分发挥气象预警信息在防灾减灾救
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全面形成各部门协
同联动的防灾减灾合力。

《方案》提出，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为先导，
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迅速转化为各级政府、各部
门和社会公众的气象防灾减灾行动指南为目标，
通过气象部门渐进式预报预警，形成气象灾害从
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应急联动、应急转移的多部
门联动响应机制，共同提升黄南州社会气象灾害
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方案》的出台，为充分发挥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消息树”作用，通过气象部门“叫应”和政府部
门“叫应”的方式，实现直达基层党政主要负责人

“叫应”，建立气象部门到政府及部门、各级政府
上下直达、各部门应急响应联动、全社会共同响
应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快速响应联动机制，建立
基层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形成防灾减灾合力，建
立暴雨红色预警信息停课、停工、停运机制，共同
提升气象灾害及其衍生、次生灾害防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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